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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着红色足迹前行 长
镜
头

7月20日，《文化周末》记者来到微山湖英
烈纪念园时，天空下起了小雨。那支熟悉的

“西边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又
在耳边环绕。

进入纪念园，正前方是微山湖抗日游击大
队纪念碑，下方是微湖大队的浮雕。此刻更能
体会当年微山湖上一艘小船，一蓑烟雨的寂静
和隐藏在其中的波涛汹涌。

微山湖英烈纪念园始建于1982年，原为
微山县烈士陵园，是为纪念微山湖区革命烈士
而修建的。整个纪念园占地3.3万平方米，主
要建筑物有微山湖抗日游击大队纪念碑、微山
湖区抗日纪念馆、微山县烈士英名碑、著名烈
士墓区、鲁南战役烈士纪念碑、微山湖区党史

纪念馆等。
2012年以前安葬不同时期的烈士55名，

之后迁入散葬烈士449名。2013年4月，微山
县为在韩庄镇牺牲的140名新四军烈士举行
隆重的迁葬和入园仪式。目前，在此安葬的革
命烈士共644名。

据了解，每年清明节、七一、八一、十一、烈
士纪念日等重要节日和纪念日，都有微山县乃
至济宁各地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
人士，来此祭扫烈士墓，举行入党、入团宣誓和
公祭仪式等活动，并参观纪念馆，举行传统报
告会，请“五老”人员作传统教育报告，讲述游
击队员英勇杀敌的英雄事迹，开展爱国主义、
理想信念和人生观教育，已成为常态。近几年
来，在纪念园内举行各类不同形式、不同规模
的教育活动近二百场，包括小学生、中学生在
内的受教育者达30万人次。

微山湖英烈纪念园自竣工落成后，分别被
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列为党员教育基地，被
团中央和省、市、县团委列为青少年教育基地，
被济宁市、微山县双拥办公室列为国防教育基
地，被济宁市、微山县关工委列为关心下一代
教育基地。2015年2月，被山东省政府公布为

省级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在纪念碑的碑阴，红色标牌的“微山湖区

抗日纪念馆”格外醒目。进入馆内，迎面看到
的是刘少奇、罗荣桓、陈毅、朱瑞和肖华仿真塑
像。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华中开辟
了一条地下交通线，成为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
延安至山东、华中两大战略区的重要通道。

微山湖上的这段交通线，东起津浦铁路沙
沟站西的彭楼，至湖西单县根据地，水路15公
里，陆路100公里。在这条湖区交通线上，湖
区地方武装微湖大队、铁道游击队、滕沛大队
配合主力部队，安全护送了刘少奇、陈毅、朱
瑞、肖华、罗荣桓、陈光等党的中高级干部
1000多名，往返华中至延安，为抗日战争的胜
利，为全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微山湖秘密交通线，是党和人民利用自然

规律，开辟出的实现战略意图的重要法宝，更
是一段传奇佳话。来到微山湖英烈纪念园，这
是绕不开的话题。

1938年，为加强湖西、湖东的联系，党在夏
镇建立了交通站，任务是护送过往湖东、湖西
的干部，传送情报、信件，挑送进步书刊等。
1940年10月，夏镇交通站的工作一度中断半
年之久。1942年8月，湖西地委、军分区加强
了湖上交通线建设，交通线得到了恢复。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沛滕边县委召开了
扩大会议，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结合实际，经
过分析，县委书记张庆林指出，在敌强我弱悬
殊如此之大的条件下，县委提出把在百里湖区
建立稳固的秘密抗日根据地、恢复和保证交通
线的畅通作为首要任务。

县委决定，一、沛滕边县处在敌伪顽和土
匪四方面包围的湖区，活动在日军心脏内，到
处碉堡林立，所以，我们的一切行动要谨慎，一
般不要过分刺激敌人；要搞隐蔽的对敌斗争，
军队和县委机关干部着装都要平民化，这样既
可以深入群众，开展工作，也可以隐蔽自己。
二、提高各级干部对恢复和建立地下交通线重
要性的认识，加强交通线的安全工作，它是连
接党中央和华中、山东各地联系的交通命脉，
我们要把它作为中心工作来抓。三、要积极开
展恢复和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四、发动群众，
建立健全办事处和各抗日团体。五、要关心群
众生活，搞好生产救灾，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
行地下的反霸斗争、减租减息、增加工资，以解
决部分群众生活困难的问题。目前首先要打
击敌伪势力，尤其是打掉日军水上快艇，保证
湖田种麦顺利进行。六、要积极开展统一战线
和城市地下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民
主人士共同参加抗战，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

固势力；加强对敌伪政权整顿和改造工作，对
于那些死心塌地为日军干坏事的顽固不化的
敌伪分子要坚决镇压和打击。但任何单位和
个人，都不得擅自杀人；镇压坏人时，要建立申
报制度，经过县委批准。

县委还规定，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找一个
适合自己身份的职业作掩护，要有“良民证”。
在新区允许以认干亲、结拜仁兄弟的形式争取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
力量共同抗战；广泛发动群众，避免与敌人死
打硬拼，不打无把握、拼实力的消耗战。

1943年12月，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从淮南
赴党中央驻地延安，路经微山湖。在微山湖停
留期间，陈毅会见了运河地委、运河支队负责
人，并指示要坚持长期斗争，加强武装建设，确
保湖区交通安全。

1945 年秋，陈毅返回山东分局驻地沂
水。路过微山湖时，触景生情，留下两首著名
诗篇。一首是《泛微山湖遥望微子墓》：“泛湖
遥瞻微子墓，千古艳称周之顽。而今滕薛踞倭
寇，投敌蒋党应自惭”，另一首是《过微山湖》：

“横越江淮七百里，微山湖色慰征途。鲁南峰
影嵯峨甚，残月扁舟入画图”。

抗日战争时期，一支活跃在津浦、临枣铁
路沿线和微山湖区的抗日游击队伍震破敌胆、
美名远扬，这就是“鲁南铁道大队”，也是我们
所熟知的“铁道游击队”，也称“飞虎队”。八路
军首长称其是坚持在敌占区的“一面鲜明的旗
帜”，是“怀中利刃，袖中匕首”。

鲁南铁道大队，是由鲁南地区多支情报站
发展壮大而来的。1938年10月，苏鲁人民抗
日义勇总队由峄滕边山区转移到抱犊崮东部
的埠阳后，派洪振海、王志胜潜回枣庄建立了
枣庄抗日情报站。他们联络失业工人和无业
市民，开炭厂子，筹取资金，同时搜集枣庄日伪
军的部署、出动等信息，及时传递到抱犊崮山
区根据地，使日伪军屡遭抗日武装打击。

日军在枣庄火车站对面开了一家正泰国
际公司，被称为洋行，三个掌柜都是负伤的日
本军官，以做生意为名在枣庄刺探情报，搞特
务活动。王志胜利用父亲做脚行头时的关系
进入洋行，被推选为二头。1939年8月的一个
晚上，洪振海在王志胜指引下，带人悄悄摸进
洋行，将三个熟睡的日本人砍了。第二天，王
志胜又准点到车站上班，像没事人一样，多喊
了几个人去找三掌柜，进屋后众人大惊，大掌
柜、二掌柜都被砍死了，而三掌柜金山满脸是
血，看到王志胜反而向他呼喊求助。王志胜急
忙给医院打电话，救护车来了以后，他喊了几
个工友把金山抬上车。金山获救后，更加器重
王志胜，而王志胜的情报也更为及时和方便。

后来炭厂暴露，队伍转移到齐村镇，正式
打出八路军鲁南铁道队的旗号，活动在枣庄到

临城一带的铁道线上，并逐步转移到临城附
近，与另两支铁道队并肩作战。

1940年7月，苏鲁支队与中共沛滕边县委
协商，将三支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大队，隶
属于八路军苏鲁支队领导，杜季伟为政委，洪
振海为大队长，王志胜为副大队长，下设四个
中队，人数达到了150多人。8月，鲁南军区成
立，鲁南铁道大队移交给了鲁南军区。

微山岛位于微山湖中，岛上有杨村、谢楼、
吕蒙等14个村庄，是对敌作战的重要依托。
在针对日伪军的扫荡中，铁道游击队转移到微
山岛上，与运河支队、微湖大队、沛滕大队和水
上区等建立了微山岛根据地。

1941年6月16日夜晚，驻临城的伪剿共
卫军阎成田团的一个营，趁驻岛游击队外出行
动之机，占领了微山岛。6月22日夜，鲁南铁
道大队政委杜季伟、运河支队作战参谋褚雅
青、一大队大队长邵子真、微山湖游击队大队
长张新华、沛滕大队大队长钟飞勇和水上区、
滕八区负责人，齐聚小袁庄南坝子开会，共商
打掉阎团、夺回微山岛的作战计划，推举褚雅
青为总指挥。

6月23日夜，各部队会集于微山湖东岸蒋
集南坝子，向微山岛进发。11时许，战斗打响，
驻杨村、吕蒙的敌人不战自退，撤回韩庄等地，
仅仅一个小时，打死打伤阎团二十余人。此
时，唯有杨村一大户院落，因墙高屋高，并有一
丈二高、八尺宽见方的炮楼，敌人居高临下，负
隅顽抗，组织两次强攻都没能成功。

褚雅青心生一计，命令战士点燃浇上油的
公鸡，扔进敌军防守的大院，公鸡四处乱窜，点
燃了炮楼。褚雅青趁机指挥架起高梯，将一排
手榴弹甩进了炮楼。战士们冲进大院，敌人纷
纷向湖畔跑去，我军战士乘胜追击，在杨村西
麦草垛活抓伪团副苏海如以下官兵三十多人。

逃向湖畔的敌人，在战士们追赶下纷纷跳
到湖里，早就布置好的鱼钩阵，钩住了几十
人。经10小时激战，消灭阎团一个大队，活抓
苏海如，毙伤敌人二百多人，缴获枪支二百余
条，微山岛重新回到我们手中，鲁南铁道大队
也得到了更好的壮大。

1941年7月开始，日军推行第二次“治安
强化运动”，不断对鲁南山区根据地进行“拉
网、扫荡”。1941年初冬，鲁南军区的被服厂
突然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军区首长紧急召集
铁道大队政委杜季伟和大队长洪振海开会，要
求尽快解决鲁南军区部队的冬季穿衣问题。

当时，日伪势力对铁路沿线的封锁十分严
密，要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从火车上搞到大宗布
匹，难度是显而易见的。杜季伟和洪振海商

定，由杜季伟出面去联络沟通。先后找到了运
河支队、微山湖游击队、沛滕大队和水上区，议
定截布车计划。

先找到沙沟站副站长张允骥，了解到运布火
车通过沙沟车站的准确时间，车尾部的两节闷罐
零担车厢装的就是布匹。此时，铁道大队联络了
微湖大队和沛滕大队，共计28人，又动员了郗
山、黄庄、张阿等村六百多名群众参加抢运。

夜里12点，客车刚开出临城站，鲁南铁道
大队刘金山就爬到零担车厢的顶部隐蔽起来，
待列车运行到姬庄西面的转弯处时，拔掉车厢
间的风管和挂钩，两节布车厢与前面的车厢脱
钩，慢慢滑行到黄庄附近时，洪振海等人登车
撬锁，将大捆布匹拼命往下扔，由群众快速运
往郗山渡口。

微湖大队张新华和湖区区长黄克俭组织
了数十只渔船，在郗山渡口接应，将布匹辗转
运至岛上小李庄李肇锦、李肇理兄弟家。后来
又转移到微山岛西南高楼附近的大湖深处，水
上区和微山湖四大帮的船帮、枪帮，把这批物
资在千顷芦苇荡里保护起来，直到几天后，日
伪军搜查无果撤回，才又联合把这批物资安全
护送到抱犊崮山区根据地。

这次行动共截获棉布1200余匹，皮箱200
件，日军服装八百余套，棉被一百余床，显微镜
4架及药品、呢料、毛毯等物品大宗，不仅全面
解决了鲁南军区过冬问题，也粉碎了日伪军的
封锁，声震整个津浦线。

1942年12月，鲁南军区遵照刘少奇关于
解决沛滕边区和微山湖地区地方武装统一领
导问题的指示精神，将鲁南铁道大队、微湖大
队沛滕大队等4支抗日武装合编为鲁南独立
支队，鲁南铁道大队编为支队二大队，对外仍
称鲁南铁道大队，主要任务是开辟和保卫抱犊
崮山区根据地通往微山湖西抗日根据地及华
中抗日根据地通往延安的秘密交通线，护送过
往干部。

1944年9月，微山湖东抗日根据地与湖西
抗日根据地，除津浦铁路沿线外连成了一片。
鲁南独立支队完成了历史使命，奉命撤销，二
大队又恢复“鲁南铁道大队”的番号，并直属鲁
南军区领导，继续战斗在铁道线和微山湖上，
创造着新的传奇。

在微山湖英烈纪念园，一个个故事让人们
听得如痴如醉。波光粼粼的微山湖上，承载了
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遥想当年的
人、景和事，记者的脚步也不停歇。伴着小雨，
奔赴“沿着红色足迹前行”的下一个红色地点。

微山湖上波澜壮阔的抗战图景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抗日战争时期，王二
嫂智勇斗敌的故事在微山
湖畔广为流传。

王二嫂是微山湖区抗
日青联主任王吉德同志的
家属，由于排行第二，大家
都亲切地称她二嫂。她三
十岁左右，细高挑个，大眼
睛，由于常年累月在湖上
漂泊，一张丰满的脸晒得
黑里透红，一看就给人一
种朴实、机智、庄重的感
觉。

王二嫂为人耿直，平
日里最爱帮助左邻右舍，
村上的人都很喜欢她，也
很尊重她。抗日的烽火
在湖区燃起后，她带着村
上的妇女积极参加了锄
奸、支前活动，使所在的
南庄村成了远近闻名的
革命斗争根据地，湖区的

“小延安”。
1942年，抗日战争进

入了最艰苦的时期，我革
命武装力量在日寇的清
剿、围困之下，暂时转入
了地下活动。有一天清
晨，公鸡刚打鸣儿，微湖
大队的刘德功、王锡武和
王吉森与敌人周旋了一
夜，拖着一身饥饿疲惫来
到南庄。

“啊！可到家了。”望
着那长蛇阵般散落在微
湖东岸低矮破旧的房屋，
王锡武伸了个懒腰，情不
自禁地说道。

“走，先到二嫂家填
饱肚子，再向湖里转移。”
经刘德功提议，他们三人
在一处芦苇夹墙的独院
门前停下。吉森走向前
去，轻轻地敲打着门板。

“谁呀？”屋里传来二
嫂的问话。

“ 是 俺 和 锡 武 、吉
森”。刘德功抢着答道。

二嫂见是自己人，开
门把他们让进屋来。“这几天，鬼子像找魂似的常来
搜查，闹得村里不得安宁。我琢磨着，肯定是你们
又打了胜仗。”说到这里，二嫂爽朗地笑了一声，接
着话音一转，“我光顾高兴，忘了做饭，恁先歇着，我
去和面贴饼子。”

汪！汪！汪！村边传来狗叫的声音。
“鬼子进村了！”二嫂匆匆跑进屋来，放下手中

的面盆，反手将门关上。
“走！咱们不能连累二嫂。”刘德功本来是个急

性子，这时更是火冒三丈，拔出腰间的手枪，就要向
外冲，锡武、吉森也将手中的枪打开了机头。

“不行，太危险！”二嫂挡住了门，拦住刘德功，
顺手夺过他的手枪关上保险，弯腰掖进了堆满柴灰
的鏊子底下，锡武、吉森也不情愿地把枪交了过来。

听到动静，大嫂和吉森的家属也都来了，大嫂
是烈士王吉善同志的家属。面对这突变的情况，大
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到二嫂身上。二嫂环顾了
下四周，镇定自如地向后抿了抿头发，转身扯着刘
德功按在床上，回头对妯娌们说：

“大嫂，你把锡武领走。弟妹，恁两口子回自己
的屋，这里有我来应付。”

呼！呼！呼！鬼子砸门了。二嫂沉着地给刘
德功盖好被子，说了声“稳住神，躺着别动！”返身就
去开门。

“吱”的一声，门一打开，十多个鬼子、伪军呼拉
挤进了星里。“毛猴子的有？”鬼子的一个曹长用盒
子枪逼住二嫂，一手比划着八字，瞪着眼珠问道。

“妇道人家，出门不多，没见过毛猴子。”二嫂面
对凶残的敌人，从容不迫地答道。“太君，床上有
人！”刘德功躺在低矮的床上，被一个想捞外快的伪
军发现。

“什么的干活？”鬼子的曹长上前一步，盯着刘
德功，露出了杀人的凶相。

“俺男的，下湖病了。”没等刘德功张嘴，二嫂就
回答了鬼子的问话，并解下包头布来到床前，伏身
给刘德功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带着几分火气训斥
道：“越说身子骨不好不要下湖，你就是不听。病成
这样子，咱一家人喝西北风吧。”边说边用眼神示意
刘德功沉住气。

一个鬼子推开二嫂，用枪上的刺刀挑开被子。
刘德功是当地人，这些日子频繁作战，闹得面黄肌
瘦，倒也像个病汉，敌人傻了眼。人没搜出来，鬼子
的曹长在屋内急促地踱了几圈。这时，他发现平放
在屋角的鏊子，左瞧瞧，右看看，顺手拿起一根棍子
就要拨灰。不好！枪就在下面。略为平静的气氛，
刹时又紧张了起来。

“太君，想吃煎饼不？”二嫂急中生智地迎上去。
鬼子把棍子一扔，咧嘴笑了，连说：“好的，好

的！”
“大嫂，老三家，快来给‘皇军’磨糊子摊煎饼。”
大嫂、三嫂将锡武、吉森隐蔽起来后，正被鬼

子、伪军纠缠着，听到二嫂的喊声，各自摆脱了敌
人，拿出粮食担来水，慢悠悠地推着磨。

太阳冉冉升起，湖面一片宁静，鸡在啄食，鸭在
戏水，各家的锅屋上空相继飘出炊烟。鬼子、伪军
闹腾了大半天，有的倒在草垛上睡觉，有的拿着二
嫂摊的煎饼贪婪地吃着……

这时，鬼子带来的东洋狗却显得悠然自得，耷
拉着舌头，这里闻闻，那里扒扒，一会儿来到二嫂的
鏊子跟前，扒的柴灰到处飞扬。手枪的枪把露出了
半截！躺在床上的刘德功正要下床，二嫂眼疾手快
地轻轻用火棍一拨，枪又掩埋了起来。

狗似乎发现了什么，瞧着热腾腾的鏊子，又想
再扒那闪烁火花的柴灰。二嫂举起棍子，想把它赶
走。突然，进来了个拿煎饼的伪军，二嫂心头一乐，
放下棍子顺手卷起一个刚下鏊的煎饼，“给，吃去
吧”，对着狗扔了过去。狗被惊吓了一跳，嗅了嗅地
上的煎饼，摇着尾巴出去了。

晌午歪了，鬼子、伪军一无所获，滚回了据点，
刘德功等三人安全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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